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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支招旅游业发展

乐陵小枣武城辣椒得使劲吆喝
本报记者 王明婧

加快中心镇建设，是现阶段农村
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
题，涉及到行政管理、财政、税收、投
资体制和区划等方面的诸多因素。

陈勇认为，目前中心镇的发展
最大的制约在于资金问题，建议政
府加大财政支持，借此加快中心镇
的建设，能以最小的成本就近就地
转移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社
会就业压力。

旅游业既能带动经济，又能改善环境，让城市的知名度更高。随着旅游收入占据的比重越来

越高，人们对其重视度也日益增高。德州如何在旅游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突出重围发展旅游，带

动GDP的增长，与会的人大代表对此各抒己见。

2012年，德州房管部门建设物业
提升年，但目前物业公司管理方面依
然混乱。代表张兰菊称，目前许多小
区物业公司都不很合格，承诺的服务
落实不到位，业主交纳物业费觉得很
冤枉。

她提议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管理。
首先要招聘专门的物业人才，而不是
通过雇佣临时工、闲散人员搭凑成服
务人员。第二要明确物业管理责任，
将服务落实到位。

本报记者 郭光普

人大代表张兰菊>>

让物业费交得不冤枉

人大代表陈勇>>

加强中心镇建设

代代表表观观点点

“武城辣椒在解放前开始发
展，现在已经打出这一名片。”谭
英潮说，通过辣椒产业，建立观
光农业旅游。武城辣椒的基地—
工厂—市场—农业旅游基地的
商业与观光结合的旅游方式，已
初见规模。

谭英潮认为，应该发展利于
当地农民受益的旅游，“周末农
民们带着家人在附近转转，提高
他们的幸福指数。”通过特产打
开旅游市场，有很多优势。一方
面在发展旅游的同时，没有忽
视农业；一方面让特产成为一

张名片，加大旅游消费；另一方
面发展农业旅游，让当地的农
民获得最大收益。

乐陵的小枣，武城的辣椒，宁
津的蟋蟀……通过特产打造县市
区名片，提高知名度进而带动经
济，成了不少县市区的发展模式。

“形成产业链，解决资金难
题，旅游业才能得到发展。”公司
被设为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的
王志平深有体会。单发展工业旅
游，在企业设置示范点，比较分
散，不容易做大做强。

“旅游资源缺乏也可以发展

旅游业，发展形式有很多种。”王
志平说，如恢复老城原貌，让人
们感受怀旧等。要把工业旅游作
为一方面，同时发展其他方面的
旅游产业，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
链，发展会更快。

王志平说，平原的旅游资源

有很多，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有
龙门石刻、千佛塔等文物古迹，
充分利用起来会更快地推动当
地旅游业的发展。“发展旅游，资
金是难题，我们准备建旅游股份
制公司，企业都拿钱进行旅游开
发，缓解这一难题。”

搞旅游业资金是难题

打造县市区旅游名片

“德州没有名山大川，就转
变旅游模式。”王家国认为，旅游
模式有观光和休闲之分。旅游行
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旅游模式已
经开始向休闲转变，德州迎来了
发展机遇。

“休闲旅游可以重复消费，

游客的吃穿住行都可解决，也能
让当地老百姓参与其中，获得利
益。”德州发展休闲旅游，可以人
工建造大项目，创建风景区，打
造温泉、美食、观光等一条龙的
休闲度假服务业，让市民在家门
口得到放松，时常去景区休闲、

娱乐、消费，旅游消费会大幅增
加，借此推动旅游行业的发展。

王家国认为，可以利用德州
市“九达天衢”的交通优势，将文
化、历史、生态、水系等当做卖
点，把分散的旅游点进行整合，
完善旅游一条龙服务。

休闲游带来机遇

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 谭英潮

安 华 瓷 业 股 份 有 限
公司总经理 王志平

夏津县旅游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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